
秦芝楼生平传略 

顾梦红 

了解房山历史的人都知道大石窝镇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尊师重教氛围，

这与当地两位名人密切相关。一位是著名书法家石岩，一位是在这个地区呕心

沥血培育人才，辛勤工作三十多年的模范校长秦芝楼。 

抗战烽火熔铸心志 

秦芝楼，祖籍河北献县，1913 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家中经营着

一座车马旅店，四十亩薄田，日子也算小康。少年时代的秦芝楼聪颖灵慧，喜

读诗书，为人谦和热诚，深得父母和乡邻喜爱。他在《忆儿时》诗中写道“母做

寒衣儿夜读，殷切相守到三更”。当时石亭有清末拔贡张文标、张济元父子是河

北省声名赫赫的宿儒，他们不慕功名利禄，倾家资致力于乡梓教育，竭心智奖

掖莘莘学子。 

秦芝楼幼年就读于张济元先生的私塾，国学功底深厚，深得恩师垂爱，12

岁时被济元先生聘为己婿。在桑梓乡里，少年秦芝楼有了“儒冠驸马”的美誉。1927

年北方军阀混战，秦芝楼家中旅店倒闭，债台高筑，生活陷入窘境。岳父张济

元慨然相助，全力支持芝楼继续就读，直至师范毕业。 

1929 年，秦芝楼考入涞水县官立师范，各科学业均名列前茅，他尤其喜爱

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这对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的秦芝楼获益非浅。此间

他受进步思想的启迪影响，参加了由保定二师发起的在中国北方影响很大的河

北学潮，引起当局的不满，毕业时被发配到涞水县的边远山区虎过庄任教（今

河北省野三坡地区）。1932 年秋，19 岁的秦芝楼毕业后，匆忙完婚，蜜月未满，

便只身一人到虎过庄任教。这里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别说学堂，连私塾也没

有。立志用文化教育改变山乡面貌的秦芝楼在一座破庙中开始了教师生涯。他

传道授业于禅房之内，砍柴种菜于山岭之中；不但物质条件艰苦，还经常有地

痞无赖到“学校”骚扰捣乱，甚至夜间装神弄鬼恐吓。人不堪其清苦，芝楼却不改

其心志。寒暑易节，春秋六载，他走乡串户，动员青少年入学，用自己微薄的

钱粮资助穷苦学生。在《自述》一诗中他写道：“课读在山村，六载韶光逝。野寺

对孤灯，夜雨荒山泪。此情只自知，谁解其中味……”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间，杨成武、肖

克率领的八路军来到野三坡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房涞涿

联合抗日政府。秦芝楼积极参加抗日文化教育，为青少年讲中华民族历史，教



部队战士学文化，很快成为平西根据地知名度颇高的教育工作者。这期间他结

识了房山县民主爱国人士周硕臣父子。 

周硕臣是颇具名望的开明士绅，周家是中共平西地下联络站。国统区的进

步青年投奔根据地，赶赴延安从这里中转，中共地下工作者也从这里进京。这

个联络站还担负着搜集情报，筹措物资等项工作。由于秦芝楼的教员身份，加

之知识功底深厚，联络站把收集敌伪报刊，甄别信息真伪，为中央首长选择采

购所需书籍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出色完成任务的同时，他还结识了许多革命干

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如姚依林、赵然、陈辉等。 

1940 年，由周硕臣父子推荐，经抗日联合政府同意，秦芝楼到惠南庄抗日

小学工作。这期间，他一个人担负着四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还帮助抗日政府进

行减租减息等项工作，常常忙到深夜。虽然很辛苦劳累，但他却觉得很充实。

他在回忆当时的生活时写道“壮岁遭国难，救亡迫眉际。驰驱战火丛，出没硝烟

里。”革命战争的烽火熔铸了秦芝楼的心志，在当地获得了乡亲们的赞誉和学生们

的口碑。 

解放战争开始时，秦芝楼来到南尚乐下滩村执教。1947 年解放区土地改革，

村里按照革命干部的待遇把他的家属接来，分给秦芝楼房屋土地，从此，他在

下滩村定居生活。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为地方服务”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秦芝楼为满足广大贫苦农民渴望学习文化

的愿望，成立了一至四年级的复式班学校。不久又增加了五六年级。创业之初，

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师；既是校工和门卫，又是总务兼厨师；一个人教语文、

数学、书法、珠算、体育等多个学科，工作量之大，超过常人想象。即使如此，

正值壮年的秦芝楼非但不觉得苦累，还整天哼着小曲主动为村里土地改革跑前

跑后，帮助丈量土地，抱着算盘拨算着田亩面积；为保卫解放区的胜利成果，

他组织学生在路口道边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为了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他白天教课，晚上写标语、出板报，编快板剧，组织学生屋顶广

播。南尚乐地区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敌人经常来骚扰破坏和捣乱，他发

挥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以文化教育为武器，出色地完成了

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 

艰苦创业情系桑梓 

1948 年底，房山全境解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到了重

要位置，人民政府为了满足广大工农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急切需求，制定了“为工

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 

1949 年 2 月，秦芝楼参加了房山县知识分子学习班，认真学习了党的教

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从 1949 年到 1956 年，他先后担任下滩完小主任、

南尚乐完小主任、南白岱完小主任、张坊学区校长、南尚乐学区校长等职务。

这些地区，在解放初期，有的村根本没有学校，有的村只有一两个年级，校舍



残破，教室透风漏雨；师资匮乏，教学也很不规范。秦芝楼满怀豪情，为营建

新校园，为添置课桌椅，为动员学生入学，为聘请年轻有为的教师，席不暇暖

食不甘味。为筹措资金，争取上级的支持，秦芝楼跑县城、到专区。他有丰富

的教学经验，对年轻教师言传身教；把学生视为嫡亲子弟，严格要求又关心备

至。房山区西南乡的基础教育从建国初期到如今，始终在全区名列前茅，为国

家和地方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房山县的各级领导干部，

秦芝楼功不可没。50 年代中期，秦芝楼被推荐为房山县首届政协委员。当时

的房山县委文教部长李栖良称赞秦芝楼是“房山西南乡教育的奠基人”，这评价

恰如其分。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让广大农民尽

快走上富裕文明之路，上级决定建立南尚乐“戴帽中学”（即在完小的基础上加设

中学班），秦芝楼兼任校长。学生来自长沟以西、十渡以下的农村青少年，教师

大部分是南尚乐张坊地区各完小的主任、副主任、骨干教师。秦芝楼与广大干

部教师一起，齐心协力，严谨治学，把一个乡村中学搞得红红火火。 

在大跃进的岁月中，北京高校的讲师下乡讲课，带来了城区治学理校先进

经验。南尚乐中学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开拓出农村中学的教学和管理新路，

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58 年，秦芝楼应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邀请，写了关于

解放区教育和农村中学发展的文章，发表在北师大校刊上。1957 年，他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 年，在全市中学统考中，南尚乐中学的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在全市也

名列前茅，南尚乐中学名声大震，被评为北京市普教系统红旗单位。秦芝楼被

评我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明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秦芝楼从

北京扛着红旗回来了，为房山争了光”。 

这一年，秦芝楼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群英大会，受到周恩

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接见。从北京回来，秦芝楼更加振奋精神，他在赠高尚良

老师的诗中写道“桃李盈阶信手栽，细心培育自成材。今日分手君须记，明年花

开可再来”。 

从 1959 到 1966 年“文革”爆发前，南尚乐中学的统考成绩和升学率一直处

在全县领先地位。北京郊区县乃至河北省的许多学校纷纷到这里学习取经。当

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几次来到学校视察指导。市教育局也曾多次研究，打

算把南尚乐中学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可惜，一场浩劫把宏图变为泡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秦芝楼未能幸免，被诬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修正主义分子”，挂上黑牌子，被押上批斗台，遭受了 22 个月的摧残。他在上

世纪 80 年代写的《自述》诗中道：“帽子漫天飞，冤案如山积；忠诚是罪状，勤

恳遭攻击。凌辱与漫骂，使我身心瘁。午夜自寻思，扪心实无愧。凛然对狂徒，

残暴何所惧……” 

老骥伏枥  鞠躬尽瘁 



1973 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工作，开始治理整顿，教育界也见

到了一丝曙光。秦芝楼被摘掉了黑牌子，不再批斗。他不顾病魔缠身，先后到

半壁店中学、长沟中学任副校长、校长。但不久，又一场反回潮、反右倾翻案

风的恶浪袭来，秦芝楼只得抱病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8 年，房山县教育局领导准备把长沟中学办成重点中

学，决定让秦芝楼任校长，专门派人到河北省把他接回来。此时，他已是 65 岁

高龄的老人。 

第二次来到长沟中学，秦芝楼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组织配备有能力干

实事的领导班子，加强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狠抓校风校纪的

规范管理。长沟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社会声誉和知名度迅速提升。

秦芝楼“严而有格，宽而有度”的管理经验在房山县传播推广。 

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秦芝楼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但他仍然坚守岗

位，直至在工作中摔坏了腿，才离岗病休回家。他遗憾地写到：“巍巍百年业，辉

煌亿民计。叹我近七旬，百病又交集。耿耿一片心，报效实无力。” 

1985 年，秦芝楼不幸病逝，享年 72 岁。 

秦芝楼一生致力于农村教育，情系热土，其人品事业，有口皆碑。可谓桃

李满天下，赞誉遍房山。 

 


